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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我效能理论在提升门诊护理人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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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市中心医院  广东江门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自我效能理论在提升门诊护理人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在 2023
年 1 月-2024 年 4 月间取符合研究标准的门诊护理人员 58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自我效能理论实施前（2023 年 1
月-2023 年 8 月）及自我效能理论实施后（2023 年 9 月-2024 年 4 月）进行分组，即参照组（实施前）、研究组

（实施后），对比两组护理人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评分、管理满意度等相关数据，通过针对收集数据对比，判定

护理效果。结果 统计两组护理人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评分，护理人员快速反应能力、有效沟通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各评分统计结果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统计护理人员管理满意度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

数据以研究组具有优势性。结论 基于自我效能理论在提升门诊护理人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中的应用效果理想，

可以降低突发事件发生率，提高护理人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强管理措施满意度，具有广泛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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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self-efficacy theory in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outpatient nursing staff to deal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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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elf-efficacy theory in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outpatient nursing staff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23-April 2024 met the study criteria, 
and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lf-efficacy theory (January 2023-August 2023)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lf-
efficacy theory (September 2023-April 2024), namely the reference group (before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group 
(after implementation), compare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aff emergency handling ability score, management 
satisfaction and related data, the nursing effect was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the collected data. Results The score 
of two nursing staff,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the study group is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P <0.05); the 
management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staff is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P <0.05); the data is advantageous in the 
study group.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self-efficacy theory in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outpatient nursing staff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it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emergencies, improve the ability of nursing staff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enhance the satisfaction of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it has wide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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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是医院服务患者的重要窗口，护理人员在此

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然而，由于门诊患者流动性

大、病情复杂多变，护理人员常常需要面对各种突发事

件。门诊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紧急性、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等特点[1]。护理人员作为门诊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需要在短时间内快速响应、准确判断并采取有效措

施，以保障患者安全，维护医疗秩序。突发事件不仅要

求护理人员具备专业的护理知识和技能，更需要他们

具备良好的应对能力和心理素质。因此，提升门诊护理

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近些年，自我

效能理论得到认证，并广泛应用。自我效能理论是由美

国心理学家班杜拉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它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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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体对自己在特定情境中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

的期望[2]。这种期望会影响个体的动机、情感反应以及

行为选择。自我效能理论强调了个体对自我能力的信

念在行为决策中的重要性，并认为这种信念可以通过

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劝说和生理状态等多种方式形

成和改变。近年来，自我效能理广泛应用于护理领域

论，本研究重点探讨基于自我效能理论在提升门诊护

理人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中的应用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间取符合研究标准的

门诊护理人员 58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自我效能理论

实施前（2023 年 1 月-2023 年 8 月）及自我效能理论实

施后（2023 年 9 月-2024 年 4 月）进行分组，即参照组

（实施前）、研究组（实施后），护理人员年龄 21-54
岁，平均年龄（37.41±2.15）岁，均为女性。护士 28
人，护师 9 人，主管护师 15 人，副主任护师 6 人。中

专学历 3 人，专科学历 22 人，本科学历 23 人，均对

本次研究目的完全了解，并且积极配合研究的开展。 
1.1.1 纳入标准：具备注册护士执业资格证书者；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者；身体健康，无重大疾

病史者；能够适应门诊护理工作的强度和节奏者；充分

了解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并自愿参与研究。 
1.1.2 排除标准：未持有有效的护士执业证书者；

由其他科轮岗到门诊的护士；门诊护士轮岗到其他科

室时间≥4 周；每年请假时间≥4 周。 
1.2 方法 
1.2.1 参照组：常规工作内容，包括：① 生命体征

监测：熟练掌握各种生命体征监测设备的使用方法，确

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②急救仪器管理：定期

进行急救仪器使用培训，做好急救仪器日常保养，确保

处于备用状态。③ 药品准备与管理：严格按照医嘱和

药品管理规定，为患者准备药品。核对药品名称、剂量、

用法等信息，确保药品准确无误。④ 环境与清洁：定

期对门诊区域进行清洁和消毒工作，确保环境整洁卫

生。⑤ 紧急状况处理：熟练掌握各种紧急状况的处理

流程和方法，如心跳呼吸骤停、低血糖昏迷、过敏性休

克等。在遇到紧急状况时，应保持冷静、果断，迅速采

取有效措施进行救治。 
1.2.2 研究组：护理人员常规工作期间加强基于自

我效能理论管理干预，方法为：（1）提升策略：① 增
强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通过每月科室业务学习及定

期举办培训班、讲座等形式，加强门诊护理人员对突发

事件处理流程、急救技能等方面的学习，提高其应对突

发事件的专业能力[3]。② 模拟演练与案例分析：组织

模拟演练和案例分析活动，让护理人员在实践中积累

经验，提升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应变能力和决策水平。③ 
提高自我认知与情绪管理：引导护理人员正确评估自

己的能力和局限性，学会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保持冷

静和自信，提高情绪管理能力。④ 建立支持性团队文

化：营造团结、协作的团队氛围，鼓励团队成员之间互

相帮助、共同进步，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实践应用：① 制定应急预案：根据门诊实际

情况，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明确各类突发事件的处理

流程和责任人。同时，设定清晰、可量化的工作目标，

并通过达成目标来增强自我效能感。② 提高护理人员

对自我效能的认识：通过讲座、小组讨论等形式，向护

理人员介绍自我效能理论及其在护理实践中的应用，

使其认识到自我效能对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重要

性。③ 制定个性化的自我效能提升计划：根据护理人

员的个人特点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自我效能提升计

划，包括技能培训、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④ 及时

反馈和鼓励：在干预过程中，对护理人员的表现给予及

时反馈和鼓励，以提高其自信心和应对能力。⑤ 营造

良好工作氛围：构建积极、支持性的工作环境，减少工

作压力，提升护理人员的工作满意度和自我效能感。 
（3）效果评估：① 评估指标：制定具体的评估指

标，如响应时间、处理效果、患者满意度等，对门诊护

理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进行量化评估。② 评估方

法：采用问卷调查、现场观察、案例分析等多种方法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估，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

性[4]。③ 结果分析：对评估结果进行深入分析，找出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为后续的持续改进提供依据。 
（4）持续改进：① 针对问题制定改进措施：根据

评估结果分析出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制定具体的改进

措施和计划。② 加强培训与演练：针对改进措施中的

重点和难点内容，加强培训和演练力度，确保护理人员

能够熟练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③ 定期回顾与总结：

定期对改进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及时调

整和完善改进措施，形成持续改进的良性循环[5]。 
1.3 判定标准 
对比两组护理人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评分、管理

满意度等相关数据，通过针对收集数据对比，判定护理

效果。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23.0 系统对调研中数据资料行分析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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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运用（ x s± ，%）代替数据中计数资料，t、χ2 检

测两组差别对比率，对比 P＜0.05 则说明两组实验价值

凸显。 
2 结果 
2.1 统计两组护理人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评分，内

容包括：快速反应能力、有效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各评分统计结果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见表 1。 
2.2 统计护理人员管理满意度，研究组总计 58

（100.00%）；参照组总计 49（84.48%）；两组总满意

率有明显差异（P＜0.05）见表 2。 
表 1  对比两组护理人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评分（x±s） 

组别 例数 快速反应能力 有效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研究组 58 93.03±2.09 93.64±2.13 92.53±2.26 
参照组 58 82.13±2.22 82.41±2.75 81.63±2.28 

P  ＜0.05 ＜0.05 ＜0.05 

表 2  对比两组护理人员管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研究组 58 45（77.59%） 13（22.41%） 0（0.00%） 58（100.00%） 
参照组 58 26（44.83%） 23（39.66%） 9（15.52%） 49（84.48%） 

P     ＜0.05 

3 讨论 
门诊作为医疗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天接待大

量患者，承担着初步诊疗和转诊的重要职责。然而，当

门诊发生突发事件时，往往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危害，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患者需求的日益增长，门

诊护理人员作为医疗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应

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6]。面对突发事件，门

诊护理人员需要迅速作出反应，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相

关人员和物资进行处置。紧急响应能力的强弱直接关

系到处理突发事件的速度和效果。护理人员应通过日

常培训和模拟演练，不断提高自身的紧急响应能力，确

保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准确地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另

外，处理突发事件往往需要多个部门和人员共同参与。

门诊护理人员作为医疗团队的一员，需要具备良好的

团队协作能力，与其他部门和人员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7]。在团队协作中，护理人员要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

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确保团队目标的实现。 
自我效能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

它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

的推测与判断[8]。在医疗护理领域，自我效能理论强调

护理人员对自己能否有效应对各种护理任务和挑战的

信心。对于门诊护理人员而言，面对突发事件时，自我

效能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其应对能力和护理效果。自我

效能与护理工作之间存在密切关联[9]。护理人员的自我

效能水平越高，他们在面对患者时越能展现出自信和

专业性，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沟通和宣教，提升患者的满

意度[10]。同时，提高自我效能的护理人员更能主动学

习和更新知识，提高护理技能，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

理服务[11]。 
自我效能与护理人员的突发事件处理能力密切相

关。较高的自我效能能够促进护理人员在面对紧急情

况时保持冷静、自信，从而更好地发挥其专业技能和应

变能力。相反，较低的自我效能可能导致护理人员在紧

急情况下产生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影响其处理能力

的发挥。通过定期的专业培训，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水平，增强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定期组织

模拟演练活动，让护理人员在模拟的紧急情况下进行

实际操作，锻炼其应变能力和心理素质。另外，加强护

理团队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共同应

对突发事件。本次研究统计两组护理人员突发事件处

理能力评分，护理人员快速反应能力、有效沟通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各评分统计结果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
＜0.05）。 

自我效能与满意度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护理人

员表示，通过培训和教育提高了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应

对挑战的能力；设定明确目标使得工作更有方向性；支

持和反馈让他们感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认可；良好的

团队氛围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这些都极大地提升了

他们的工作满意度。本次研究统计护理人员管理满意

度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数据以研究组具有

优势性。 
综上所述基于自我效能理论在提升门诊护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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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中的应用效果理想，可以降低突发

事件发生率，提高护理人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强

管理措施满意度，具有广泛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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